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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油城开发：国家使命，历史选择
蔡湛

遭 遇 假 币那些事
谢秀凤

编者按：由茂名市委宣传部、茂名石化党委宣传部、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管理处主办，茂名日报社承办的“油城记忆”摄影展于去年底成功举办。这个
展览通过公益捐赠征集了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再现茂名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创业建市难忘历程，对传承奋斗精神，淬炼城市文化具有深远意义。为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
者了解自己城市这段不应当湮没的历史，《往事》约请曾在茂名石化宣传岗位工作30多年的市政协文史委员蔡湛撰写了石油石化基地创业发展系列回忆文章，敬请垂注。

一项决策造就一个产业，一块
矿石孕育一座城市，茂名建市源于
油页岩开发。肩负缓解国家石油
紧缺困难的历史使命，为国奉献是
茂名石油产业的初心，更是石油文
化的灵魂。最近，笔者参与由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茂名文化》调研编
写工作，有机会又一次追寻南方油
城创业的足印和为国奉献的使命。

神奇的石头

创业维艰，奋斗而成。从现在
起上溯 60 多年，正是茂名人“石油
石化梦”的起源点。

“火水石”的故事流传已久。
茂南公馆镇附近有条村叫“油甘
窝”，据说村里的穷孩子在山坡上
放牛，喜欢找些石块垒个小窑，煨
熟番薯充饥，没想到小石块烧出火
来，以后周围百姓没有柴火的时
候，就上山挖几块石头回家烧。由
于当地人把点灯的煤油称为“火
水”，便把能点着火的石块叫“火水
石”，把藏有“火水石”的山岭叫“火
水山”，这条村庄由于坐在“油窝”
上，就被叫做“油甘窝”村。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都急需石油，而上世纪 50
年代初全国一年的石油产量只有
几十万吨，街上跑的汽车只好装个
炭炉作动力。缺油成了国家的心
腹之痛，找油成为举国上下的燃眉
之急。

历史记下这次意义不凡的偶
遇。1954年春，国家燃料工业部石
油总局局长康世恩带领专家到各
地调查石油资源。路过广州时，广
东省委工业部部长廖似光在迎送
客人时提起粤西有油页岩。言者
无意，听者有心，这引起康世恩极
大关注。回京后他立即向燃料工
业部部长陈郁汇报并得到支持，马
上调集队伍开赴茂名查清油页岩
资源。

1954年 4 月，由国家燃料工业
部石油总局派出的一支 40 多人的
普查队来到茂南金塘镇黄泥塘村
安营扎寨，钻探的轰鸣声唤醒沉睡
的山野。几个月后，勘探队伍迅速
扩大到 1000 多人 20 多台钻机，目

标是迅速查明被称为“火水山”的
茂名油页岩储量。钻工们野外作
业异常艰苦，夏天热浪滚滚，人们
身置蒸笼；冬天寒风凛冽，冻得手
脚发僵。上下钻杆和套管，都是力
气活，有时泥浆溅起来，全身上下
都是泥水。按设计每隔 50 米就得
打一口钻井，每逢钻井移位时，缺
少搬运设备就只好人拉肩扛，用蚂
蚁搬家的办法将几十吨重的设备
移至新的钻探点。在这期间，有一
位技术员和一位民工在下勘探地
槽作业时遇上塌方不幸牺牲，还有
两位工人被雷击身亡，他们是最早
为茂名开发献出自己生命的勇
士。面对险恶的环境，建设者无所
畏惧，在加强安全措施以后继续拓
荒前行。

经过对 500 多平方公里矿层
的不懈勘探，茂名油页岩的家底终
于摸清。1956年1月提交第1个对
金塘矿区的精查报告，3 月即获得
国家储委批准。以后又陆续提出
羊角、新圩、低山、石鼓 4个矿区的
精查报告，证明茂名油页岩储量约
51亿吨，矿脉呈东西走向，长 50公
里，宽3至10公里，总面积360平方
公里，矿层平均厚度 15 米，最厚达
100米，适宜大型露天开采。

艰难的决策

以每年生产页岩原油 100 万
吨计算，茂名油页岩可以开采 100
年。勘探队伍提供的茂名油页岩
地质精查报告，在石油极其匮缺的
时代，让多少人为之欣喜万分，甚
至受到中央最高层的关注，开发茂
名的前期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
开。1955年 2月，燃料工业部副部
长李人俊率领一批司局长和苏联
专家赴茂名全面考察，核定茂名油
页岩开采的可行性。1955 年 5 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准，茂名页岩油
厂筹建处成立。经国家计委、经委
研究并于 1955 年 10 月 28 日，由周
恩来总理向苏联政府提出备忘录，
请求对茂名油页岩开发给予帮
助。1955年冬，以国家建委副主任
孔祥祯为团长的中国工业代表团
赴苏谈判，茂名油页岩开发被列为

谈判的重大项目。根据双方商谈
结果，1956 年 4 月 21 日，苏联煤矿
部派出露天矿设计七人专家组赴
茂名收集设计资料......然而，此时
茂名大开发的最终决策依然在反
复论证和利弊权衡之中。

根据已经解密的文件，1956年
4月 24日，主管国家经济财政工作
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给
周恩来总理并转中央的报告，提出

“在广东茂名建设规模 100 万吨的
油页岩炼油厂需建设费用 13 亿
元，建设费用很大，且建在沿海，我
们认为此事体大，拟请中央讨论一
次”。

在当时国家财政极为紧绌，一
年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且广东
又处于国防前线一般不安排重大
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拿出 13 亿元
开发茂名，这不能不让共和国的财
经当家人慎密思量。李富春、薄一
波两位副总经理的报告全面分析
了茂名开发的利弊。两位副总理
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
系报告》中提到：“现在我们准备在
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
人造油，那也是重工业”。1956 年
4月 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以中央
名义对李富春、薄一波同志 4月 24
日请示茂名炼油厂建设报告的批
复：“中央同意在广东茂名建设规
模为年产一百万吨原油的油母页
岩炼油厂”。至此，关系油城命运
的重大决策一槌定音。

从两位副总理向中央呈送建
设茂名油城的报告到中央作出明
确决策，只用了短短四天，足见当
时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茂名的重
视和解决石油短缺的迫切。

挺进石油城

“挺进，向未来的南方油城挺
进”，是油城拓荒者最爱唱的一首
歌。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建设者
怀着为国分忧奉献石油的理想义
无反顾地踏上参加油城开发会战
的征程。

茂名油城开发的决策机构和

总指挥部是 1958 年 4 月经石油工
业部与广东省委商定成立的茂名
建设委员会，广东省委分管工业的
书记文敏生为主任，石油工业部副
部长李人俊为副主任，国家有关部
委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共 11 人组
成。从以后查找到的文件原件上，
发现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
亲笔在委员会名单上加上“方华同
志”四个字。曾是党的“七大”代
表、从 1955 年起就率队进入茂名
的方华同志由此在茂名奋斗了大
半辈子直至离休，是油城决策层中
在茂名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

茂名页岩油厂筹建处首批 13
名干部全部来自驻在广州市的中
共中央华南分局。离开大城市大
机关到人烟稀少的粤西矿区去，意
味着艰辛的开始，但他们没有半点
犹豫。一位早期建设者回忆，1955
年 5 月 12 日，筹建处成立当天，她
接到筹备处主任方华的电话，不到

三个小时就背着背包到了指定集
合地点，不久又从广州进驻高州展
开油城开发前期工作。

据资料记载，最早参与茂名石
油基地开发筹备的骨干大致来自
三方面：一是来自国家燃料工业部
系统；二是来自华南分局、广东省
委的干部；三是来自湛江地区的干
部及合浦专区、惠阳专区撤销后调
到茂名的干部。而早期的职工队
伍由五方面组成：一是来自东北抚
顺矿务局、石油一厂等页岩开发利
用老基地的技术工人；二是抗美援
朝结束后经过在上海培训的退伍
和转业军人；三是由大专院校分配
来的毕业生，尤其以广东石油学校
毕业生居多；四是在本省粤东、粤
西等地招收的学徒工；五是从港澳
回内地参加建设的技工。至 1958
年底，茂油公司已拥有近 2万人的
职工队伍。员工的籍贯除了西藏
以外，全国各省区都有。

建设者无论来自何方，都只有
一个目标：开发石油城，为国献石
油。曾任茂油公司基建处处长的
一位建设者回忆，当年的茂名“风
吹石头跑，大山不长草”，但他接到
调动通知马上从抚顺石油一厂赶
到茂名，不久根据组织的意见把家
属也从东北迁来茂名，在油城一干
就是近 40 年，直至退休。“谁不爱
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谁愿离开熟
门熟路的岗位，但国家的需要、党
的召唤就是命令，当时谁也不讲半
点价钱。”

茂名城市的一个特征是普通
话流行和具有包容和谐好传统，这
正源于油城的开拓者来自五湖四
海和茂名是新中国最早的移民城
市之一。

近年来，无论进超市还是到市
场进行买卖交易，我几乎都是通过
手机支付了，偶尔使用纸币，特别
是大额纸币，还是会紧张兮兮，目
不转睛的盯着自己递出去的那张
钞票，生怕到了个别极具魔术家天
赋的卖家手里，登时出现“真币不
知何处去，假币赫然在手中”的尴
尬局面，毕竟早些年遭遇假币的阴
影至今依然挥之不去——

女儿升初二那年，暑假将尽，
她说要买一台复读机便于学习英
语。我从银行取了钱，直奔一间专
卖店，年轻的老板满面春风，热情
周到，我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就
以五十五元成交了。正当我把一
张百元大钞递到老板手里时,一个
坐在门口奶孩子的少妇突然说：

“阿姨，你的钱掉到地上了。”
我低头一看，脚边真的有张一

元纸币，我还未来得及想是否是我
掉的钱，就猛然听见老板说：“对不

起，你这张银纸是假的……”“什
么？我刚从银行柜员机取出来的
啊！”我惊得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
的话。

“银行柜员机也不可能百分百
不出差错呀，过于信它你往往就会
吃亏，你看，我刚开张，抽屉里还没
有五十元以上的钱呢。”老板说着把
抽屉拖出来端到我面前，见我不甘
心的样子，他便拿出一支验钞笔教
我辨起假钞来。碍于他的“热诚”，
加之没有证据，我只好放下复读机，
让那张真钞毫无价值的牺牲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后来购物时，每当拿着百元大
钞，我总会事先把其号码记下，以
确保万无一失。

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奸商
的欺骗手段总是那样层出不穷，令
人防不胜防。

有一年的“五一”黄金周，学校
放了小长假，为了改善平时因为繁

忙而显得单调的低质量生活，一大
早我就怀揣两百多元走进了市场
的三鸟行，最后选中了一只二十五
元一斤的本地三黄鸡，并漫不经心
似的把一张百元钞递到鸡贩子手
里，因为我相信有备无患——事先
我已记下钞票的号码，只见他一手
拿着我的钱，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掏
出一沓零碎的钱数了数说：“啊，我
的钱不够找你，你可以给散钱我
吗？”说着将钞票交回给我，可我一
看号码已不是原来的了，旋即对他
惊呼：“老板你给错了，这钱不是我
的。”鸡贩子的脸霎时沉了下来，理
直气壮似的高呼：“哈！你这个阿
姨看起来斯斯文文，想不到也会耍
赖啊，你这张钱我一直拿在手里，
错到哪里去了？你要不买赶快走
人，别妨碍我做生意。”他的大嗓门
立即使周围的人聚拢过来，他还不
失时机地鼓动人们评理，我把钞票
末几位号码当众报了出来，可出人

意料的是他翻出了衣袋所有的钱
（其中有几张百元钞）都没有我说
的号码，人们议论纷纷，那鸡贩子
得意地说：“阿姨，你想屈人钱用也
要看对象啊，遇上我，没门！”正当
我汗流浃背，羞愤交加的时候，我
的一个毕业分配在工商所的学生
收税来了，他拨开人群径自来到鸡
贩子面前：“大叔，诚信经营,生意
才会长久，把钱拿出来吧。”“你凭
什么血口喷人？就凭你这身老虎
皮（工商制服）？”“不，是凭旁观者
的眼睛。”我的学生一把掀开鸡贩
子头上的帽子，一张百元钞票轻轻
地飘了下来，我近乎失态地抢上前
去念着号码校对，不争气的眼泪瞬
间盈眶，因为我捡起的不仅仅是
钱,还有我的尊严。

时过境迁，每逢纸币交易，想
起遭遇假币，心中总怀一份期盼，
期盼买卖交易多点诚信，少点欺
诈，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我家的博古架上有一只小小
的绣花针盒。

竹质，圆形，高约两寸，底部
直径也约两寸，分盒盖与盒子两
部分，黑褐色的盒面上雕刻着一
圈圈的螺纹，由于岁月久远，螺旋
纹路细小的缝隙里满落岁月的尘
埃，使盒子显得古典雅致。

针盒是母亲的，是母亲所有
物件中的精品，据说原来是外婆
用的，在母亲出嫁时，针盒成了嫁
妆。前两年，母亲看我喜欢便又
给了我。

我喜欢它，不是要做针线活，而
是针盒里那有积聚了幽远的光阴。

年少时，我们家里生计很是
艰难，母亲农作繁重，偏我们粗心
大意，不是昨天磨破了袖子就是
今天勾烂了裤脚。母亲只得见缝
插针，在劳作的空隙里，从针盒里
取出一枚小小的绣花针，手指上
下翻飞，将我们磨破的勾裂的口
子连起，让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
出门、玩耍、上学——这样的情景
重复了我无数次的童年光阴。

然而这些情景太酸辛，那时
的我便特别盼着下大雨，下大雨
时大人们再也无法外出工作了。
这样的日子，母亲便会捧出针线
笸箩，笸箩里躺着一些裁做新衣
时剩下的碎布片儿，几许线团儿，
剪刀儿，还有这个小小的针盒
儿。母亲翘起兰花指，将拇指与
食指贴紧，长长的伸入小针盒里，
夹起绣花针，两指轻轻一捻，将针
儿取出。然后选取与衣服最相近
色儿的线团，将尖尖的线头穿过
针眼，再在另一边一挑，针眼两边
的线头都平齐了。开始时，我总
不明白母亲的手何以这么的灵
巧。后来，经常听到母亲缝补衣
服时哼着一句话：“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想，母亲
就是在这些缝缝补补的日子练出
一双巧手的吧。

在记忆深处，对于深冬我有
着特殊的情愫。这时节地里的活
少，母亲可以很悠闲的做针线
活。一张小板凳，一个笸箩，膝弯
里放一个火笼，做针线活的母亲，

绝对是最美丽的。
我们呢，围着针线笸箩，把玩

着剪刀儿，针盒儿。母亲仿佛忘记
了生活的压力，她给我们讲各种趣
事：邻居家母猪下仔啦，土方救黄
牛啦，邻村老人子鱼的趣事啦，外
婆给女儿们选婿啦，二舅公土匪窝
逃生啦。无所不有，这许多的故事
或惊心动魄或新奇有趣的。

有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事儿
做，这时母亲便会边忙活边哼唱
一些山歌儿。现在回想起来，缝
缝补补的日子虽然清贫却也有滋
有味。

但是最让人开心的是做新
衣。做好的新衣拿回来了，最后
一道工序是钉纽扣。我们自己抱
来了笸箩，急切的要从小针盒里
捻出绣花针，可是越急越成不了
事。这时母亲却总是微微地笑着
说一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然
后接过针盒灵巧的捻出绣花针，
三下五落二的就把纽扣钉好了，
把衣服给我们穿上。

只是后来，慢慢地，母亲捻绣
花针的手不再那么灵巧了，有时
得叫我们来才能将针儿取出。再
后来，母亲穿针眼时也没那么的
灵巧了，时不时的得让我们帮忙
穿针引线……今年，有一次回娘
家，我从母亲用了几十年的针线
笸箩里拿出针盒儿，把玩着，畅想
着几代人的年少时光。母亲见了
说：“那么喜欢你便带去吧，我年
纪大了，留着以后也就不知道掉
落哪里了。”

这年母亲八十六岁了，年纪
大，甚少做针线活，她直接把绣花
针插在了线团上。而我们，也不
再穿破旧的衣服，买的也都是成
衣。这小小针盒已失它最初的功
用，可是我视之如宝。

我拿回来摆放在了博古架
上。读大学的女儿回来见了，说：

“外婆祖传给外婆，外婆传给你。
妈妈，这是传家宝，将来你也要传
给我。”

看着手上小小的古老的绣花
针盒，听着女儿甜美的话语，我的思
绪仿佛穿越了时空。

时 光 里 的 针 盒
影月疏梅

尴 尬 的 学 费
毛勇强

茂名石化产业创建从这座简陋的楼房起步。

民谣曰：老年人“过去的事忘
不了，眼前的事记不住”。果然如
此！我就读小学、中学时，家庭生
活困难的同学缴学费的小故事，随
着云来月去，斗转星移，依然记忆
犹新，难以忘记。

1966 年秋，我刚好七周岁，背
着妈妈亲手缝制的书包上学了。
那时，每学期的学费只需两三元
钱，可是大家共同贫穷，对大多数
家庭来说，几元钱也不是小数目，特
别是对有两三个孩子在上学的家
庭，已经是沉重的负担。至今我清
楚地记得，我们班每个学期能按时
缴费的同学约占一半。当时，班主
任十分了解民情，允许那些生活困
难的同学先上学后交学费。可是，
学校也要讲核算的，拖学费勉强，欠
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开学一两
周后，班主任就会在班上强调，未
交学费的同学抓紧和家长沟通，尽
快缴学费，以便学校正常运作。

读小学时，大家年纪虽小，但
是特别爱面子，一些未缴学费的同

学回到家马上向家长“汇报”。实
事求是地说，有意拖欠学费的家长
是凤毛麟角的，原因是穷之过。可
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管不了那么
多，各出“奇招”讨学费，男同学以
不回校上课表示抗议，女同学则哭
鼻子，闹得鸡犬不宁，家长心烦意
乱。无奈之下，有的卖母鸡，有的
卖母鸭，有的卖鸡蛋，有的无可奈
何地向亲戚朋友求助。多数同学
通过一哭二闹，基本上“大功告
成”。但是，有的家庭特别困难的
同学，不管怎么哭闹，家长都迟迟
凑不够学费，乃至开学几个星期甚
至半个学期，仍有个别同学无法

“兑现”学费。每逢到这个节点上，
班主任就会采取“措施”了。约谈
未交学费的同学，或者在班上点
名，使这些同学既十分尴尬，也非
常无奈。据我的记忆，从小学一年
级至五年级，我所在的班有五名同
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了。其中
有两位是很有潜质、很有希望的莘
莘学子，真是太遗憾了！

就读初中、高中之后，缴不起
学费或者拖欠学费的现象有所缓
解，可是依然客观存在。念高一
时，我班有个同学的父亲因病去世
了，这位同学兄弟姐妹多，家里年
年“超支”，生活相当困难。当时，
这位同学的哥哥也在读高中，后来
他母亲含泪让小儿子退学，全力以
赴支持大儿子念完高中。若干年
后，高中的同学举行聚会，这位同学
尽管只念了一年高中，但是他充满
激情，热心参与活动，还主动捐款。
他几次泪眼汪汪地我说：我是哭着
退学回家的，我舍不得母校，舍不
得朝夕相处的同学！

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记。读
高二时，隔离班有位同学也是因为
家庭变故的原因，交不起学费而被
迫辍学了。这位同学品学兼优，如
果弃学真是太可惜了。万幸的是，
这位同学遇到了贵人——班主任
兼教英语的陈老师。陈老师从教
几十年，爱岗敬业，爱生如子。他
说，我绝对不允许我所在的班，有

同学因为任何理由而辍学。于是，
他几次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前往这
位同学家中做工作，动员他复学，
可是家长都表示由于债台高筑，真
的有心无力。陈老师心一横：由我
先垫付学费，以后你们有能力就
还，没有能力的话，就算我支持特
困生读书。其实，陈老师家属在农
村，儿女比较多，生活条件并不好，
他也是硬着头皮做这件事的。在
陈老师的支持下，这位同学顺利完
成了高中学业。毕业后，回乡当了
两年民办教师。1977 年恢复高考
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
校，毕业后成了一名“人类灵魂工
程师”。他说，我要以班主任为榜
样，将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后来，
他真的兑现了诺言，还支持几位有
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成为有口皆
碑的好园丁。

改革开放春风吹，心酸往事成
历史。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
学的故事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真是
家长幸甚，学子幸甚！


